
郑州华豫之门报名热线-点击报名

产品名称 郑州华豫之门报名热线-点击报名

公司名称 尊古文化

价格 200.00/件

规格参数 华豫之门报名电话:华豫之门联系电话
华豫之门鉴宝报名电话:华豫之门鉴宝电话
华豫之门古董鉴定电话:华豫之门鉴宝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东五街六号永威木色购物中
心负一层CBL超市生鲜区CG64号（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3803835850

产品详情

华豫之门报名热线-点击报名 本文考察了《殷周金文集成》第9894号铭文《戍铃方彝》现存的三种摹本，
对三种摹本的铭文字形进行了比较和论证，对几个难识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整篇铭文尝试进行了通
读。从公元67年至72年，唐顺陵的营建过程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太原王妃墓、顺义陵和顺陵，其石雕
组合也明显分为三个时期。顺陵陵园的平面布局从内向外形成了三重布局：位于中心的封土、以陵墙象
征的内城以及由四门石狮象征的外城。6年开展的"唐陵大遗址保护"考古调查项目历经7年，先后对1座唐
代帝陵进行了地面调查、考古钻探、局部发掘和测绘，有了不少新的发现。唐代帝陵不同时期的陵园布
局和结构逐渐清晰，为进一步了解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演变以及陵园设计理念提供了重要资料。唐
代帝陵陵园形制的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献陵、昭陵为阶段；乾陵、定陵、桥陵为第二阶段；泰陵至光
陵等7个陵为第三阶段；庄陵至靖陵等6个陵为第四阶段。永福县窑田岭窑是宋代民窑，由多个窑场组成
，其中在Ⅲ区发掘出2座龙窑、1处作坊遗迹以及大量的灰坑和柱洞。作坊遗迹由储泥坑、大型泥池、排
水沟组成。产品主要为碗、碟、盏、盘，多青釉，装饰以印花为主，也有少量刻划、贴花、绘彩等。根
据产品特征和地层叠压关系，判断窑址年代为北宋中晚期至北宋晚期。1年7~11月，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
研究所在闽侯碗窑山发掘出4座宋代斜坡式龙窑及其附属遗迹，产品主要为黑釉瓷器和青白釉瓷器。其中
Y1主体坡度达35度，Y2部分窑墙及窑顶的倒塌堆积保存基本完整，这一发现为复原该龙窑的窑室结构以
及研究龙窑的构筑工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13~214年，对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进行发掘，共清理
墓葬3座。墓园布局清楚、墓葬类型多样、墓主身份明确、年代跨度大、出土遗物丰富，进一步深化了对
播州杨氏丧葬制度及文化特征的认识，推进了对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9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
辽宁省阜新县界力花村界力花遗址进行了发掘，遗迹有房址、灰沟、灰坑和墓葬。房址有地面式和半地
穴式，灰坑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墓葬有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和土坯墓两种。出土遗物有陶
器、石器、骨器和玉器等。根据出土遗物推断，遗址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99年4~6月，山东大学考古系
等对平阴周河遗址进行了发掘，主要清理出大汶口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存，其中大汶口文化遗存主要为5座
墓葬。墓葬皆为竖穴土坑墓，以M4规模，出有陶器、玉器、骨器、石器等遗物22件。这为研究大汶口文
化的墓葬特征、社会等级、文化变迁等提供了新资料。1~213年，对甘肃西城驿遗址进行发掘，确定其年
代为距今41~36年，历经马厂晚期、西城驿二期、四坝早期三个时期。发现有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等
531处。此次发掘明确了四坝文化的来源，初步建立了黑水河流域史前文化序列。11年对郑州市庙李镇西
史赵村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Ⅰ区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墓葬等



，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以及少量骨器、蚌器等。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郑州地区仰韶文化晚
期秦王寨文化类型的内涵，同时也为聚落群之间布局与结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12~213年，在
随州市东城区义地岗墓地的东南部文峰塔发掘东周墓葬54座和车马坑3座，出土铜礼器、、车马器等582
件，部分铜器上有"曾"、"曾子"、"曾孙"、"曾大司马"和"随"字铭文。该墓地是一处东周曾国贵族墓地。12
年以来，在西安汉长安城北发现3组7座渭桥，其中厨城门四号桥为战国晚期修建，厨城门一号桥经西汉
及东汉至魏晋两次修建，洛城门桥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所建，厨城门三号桥为唐代所造。发掘表明，
至迟到康熙时期渭河河道未大规模北移。茶胶寺是吴哥王朝阇耶跋摩五世于1世纪末至11世纪初兴建的金
刚宝座塔式庙宇建筑。12年，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茶胶寺周边的茶胶寺东遗址、茶胶寺东北一至三号遗址
和茶胶寺东南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建筑构件和陶瓷器等遗物。这些遗址的年代大致在11世纪前后，
是茶胶寺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州华豫之门报名热线-点击报名 普陀山法雨寺的一佛二菩萨造像尽
管乍看似有古意，但从整体造像构图和佛、菩萨、飞天的造型等分析，实际上是一件刻于初年的赝品。1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诠释了城市文化建设与博物馆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文化
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不同门类的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其所陈
列展览的内容是这些城市或地区历史文化的缩影。一座城市若没有博物馆就彰显不出其高雅的文化品位
，因为它表现了该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文化底蕴，并给人们提供着丰富的精神食粮。伴随着现代化的社
会进程，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建设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显得更加密切，所以，我们在进行城市文化建设时，
要把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放到突出的位置。(疒木)儿鼎中的"(塦攴)"字糅合了两种写法，具有重要价值。" "
应释为"(疒木)"。鼎铭中的"陈侯"是陈国的首位国君"胡公满"。本文通过对罗布林卡藏品的比对研究，认
为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鎏金大白伞盖佛母可能为"雪堆白"造像，并深入介绍了"雪堆白"造像工场的历
史和大白伞盖佛母信仰的渊源，以及历众多大白伞盖佛母形象的分布与地域特征。 近代以来，随着地位
迅速下降，西方人的"观"也日益趋向负面，并在19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达到极点。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亲
历者，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在对进行近距离观察的同时，拍摄了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透过这些
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西方人不但延续了19世纪下半叶以猎奇为特征的"观"，并且在"黄祸"论的影响
下更加蔑视乃至仇视这个国度。迄今发现六次8件举世罕见的禁类器物均属商周时期，见于河南淅川下寺
楚墓，陕西宝鸡地区的三次，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和湖北荆州江陵望山楚墓。材质中铜禁7件，木禁1件。
分析禁类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断代、同出器物、禁上器物等，从中可以看出河南淅川下寺楚墓云
纹铜禁的起源、发展的脉络，或可归入陕西宝鸡—河南淅川—湖北随州—湖北江陵这条传播线路。本文
依据有关文献记载，结合河南楚长城资源考古调查成果，详细介绍了伏牛山主峰尧山至桐柏山主峰太白
顶的楚长城分布情况，并提出楚长城保卫的是整个南阳盆地，其整体的绵延趋势及走向应与南阳盆地盆
沿大的地理走势及转拐是一致的。本文亦对楚长城的防御体系进行初步的分析和研究。通过研究可知，
楚长城由外而内形成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即南阳盆地盆沿外围的障城和卫城、南阳盆地盆沿上的楚
长城分布线、楚长城内侧近处由一些关城等组成的军事战备区，再向内则有烽火台与南阳盆地内的和军
事大本营——申相联系。 本文主要对"长信宫灯"的*初所有者是"长信尚浴"的说法进行了质疑和反驳。通
过分析铜灯铭文中的容积与重量、相关人物或机构和铜器编号等各标记之间的内在关联，结合汉代青铜
器的制造工艺以及相关的工官体制，从而论证"阳信家"是灯的*初所有者，此灯是皇太后让其宫官"长信尚
浴"和"内者"制造并赠与阳信长的。关于南关外期文化的内涵、性质及与早商文化、洛达庙期文化的关系
等诸问题，学界向有歧议。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南关外期文化等问题进行较为的探讨，提
出南关外期文化的内涵主要是南关外下层，其性质属先商文化。在深入剖析南关外期文化、洛达庙期文
化及早商文化异同的基础上，指出南关外期文化才是早商文化的直接先驱。李鸿章是晚清大臣，对当时
的内政、关系影响极大，因此其一直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他的传世著作基本上被安徽教育出版社
于28年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囊括殆尽，这无疑将推动李鸿章研究朝着更深、更的方向发展。但是，李
鸿章研究还存在许多缺漏和不足之处，如在材料的使用上，虽然有研究者不断发现和挖掘新材料，然仍
有少许遗珠不曾刊布。近来笔者主要根据晚清至今的相关文献，辑录了李鸿章四篇集外文和一首佚诗，
并对相关材料进行了补充疏证。鉴于其在晚清历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这些集外诗文无疑为李鸿章研究提
供了新资料，对识其散文创作、史学见解、生平交游乃至晚清文化诸方面均有重要意义，并有助于推进
对整个近代史的认识，因而值得研究者重视。豫南地区共有5处遗址的商周西汉墓出土了前代遗玉，主要
包括罗山县天湖晚商墓地3座墓、光山县宝相寺春秋黄君孟夫妇墓、桐柏县月河春秋养子墓M淅川县下寺
春秋楚墓M7，以及南阳市麒麟岗西汉墓M8等，共计出土约45件遗玉。这些遗玉的年代分属龙山期至夏
代、晚商和西周时期。遗玉的存在状态一是原器保存基本完整，二是已加工待用，三是已改成新器。遗
玉的来源途径一是当地龙山至夏代土著人历代流传而来，二是有些墓主人因特殊国情境遇而对遗玉着力
收藏而来，三是商周王朝朝聘赏赐及诸侯交往而来。 郑州华豫之门报名热线-点击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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